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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design idea of “horizontal coordinate, vertical penetration” to dispatching 
management business between Power Grid and Power Station, and designs an interconnected 
mode which involves cooperative scheduling business processes and data unification. This paper 
also achieves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dispatching business of Power Grid and Power Station, 
and builds a unified business and interactive structure system in heterogeneous systems of dif-
ferent enterprises between Power Grid and Power Station, which has a good compatibi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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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南方电网OS2“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设计思想延伸至网厂调度运行管理业务，设计协同调度

业务流程和数据统一互联模式，实现网厂调度运行业务的一体化管理，构建跨电网公司和发电厂不同企

业异构系统之间具备兼容性和可操控性的统一业务交互架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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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内电网及电厂间的调度运行管理系统主要采用“竖井”方式进行建设，每项网厂交互业务对

应一套主站系统和一套厂端系统(终端)，电厂侧的涉网业务需要通过不同的访问终端完成。随着电力生产

活动在电网安全稳定、电能质量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功能各异的涉厂业务系统不断被设计出来

并投入使用，各个涉厂系统及业务流程的数量不断增加，互连形态日趋复杂，给系统的运维和管理带来

了诸多挑战[1] [2]： 
1) 大量延伸的终端设备加剧了系统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不同企业网之间的业务交互需求给二次安

防体系架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给系统的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 
2) 电网与电厂之间调度运行管理业务的流程与数据分散于各个独立的业务系统中，而涉厂系统一般

采用私有协议进行业务交互，缺少统一的接口标准和数据格式，这使得涉厂系统之间的无法交互和协作，

难以实现业务信息的整合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难以实现业务信息的整合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成为调

度运行信息交互的瓶颈； 
3) 涉厂系统也无法与电厂内部其他业务系统形成有效交互，未能实现网厂协同的一体化调度运行管

理业务模式，系统对业务需求的支撑能力不足。 

2. 相关研究 

国内多数省级电网对电厂调度业务系统管理进行了研究，大致分为两种方式：1) 中心端与电厂端有

专用传输平台，中心端多个系统通过传输平台实现中心端与电厂端数据同步，在电厂端有独立的系统实

现与中心端多个系统交互；2) 中心端每个系统自己提供与电厂交互功能，电厂端作为终端之间访问中心

端系统[3] [4]。 

2.1. 方式 1 

图 1 示意了电网对电厂调度业务系统管理的方式 1，目前，采用此方式的省级电力公司比较多，通

过在安全二区/三区建立数据上报通道实现了业务信息在网、厂之间流转。由于其在业务和网络构成上是

延伸终端的“竖井”方式，访问的灵活性与安全性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且在业务流程流转过程中存在

一些瓶颈，存在着业务终端设备难以管控、系统可访问范围小，投资和维护成本高、业务使用困难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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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irst mode of Power Station dispatch system managed by Power Grid 
图 1. 电网对电厂调度业务系统管理方式 1 

2.2. 方式 2 

图 2 示意了电网对电厂调度业务系统管理的方式 2，此种方式可借助分布式系统的底层交互机制实

现厂网之间信息多层次、多路径的受控传递，并且可以提高厂网信息传输速度。但是在网厂交互业务扩

展时，主站侧与厂侧系统均需要开发相应功能，不易运维、开销大。另外这种分布式系统没有考虑异构

系统间的流程接入以及流程变更的适应性。 

3. 研究内容 

为解决以上难题，提高网厂间调度运行业务管理支撑能力，将南方电网 OS2 一体化思想应用于网、

厂间调度运行管理业务的探索和尝试，在遵循二次系统安全防护体系架构的前提下，研究并设计实现网

厂协同调度运行业务统一互联的体系架构，构建跨电网公司和发电厂不同企业之间安全可靠的统一业务

交互平台，通过整合优化业务信息和流程，实现网厂间业务的纵向贯通与电厂侧涉网业务的横向协同整

合以及业务流程的一体化管理，实现消除“延伸终端”业务访问模式、系统集中维护管理等优良特性，

提高涉厂二次系统对电网调度生产工作的支撑能力，最终实现保障电力生产活动安全、稳定、高效开展

的目的[5] [6]。 
网厂协同调度运行信息管理平台体系架构研究包括： 
1) 满足跨安全区域跨系统边界的系统部署架构设计。 
2) 网厂互联网络通信架构设计。 
3) 业务流程对接及流程状态监控的技术方案。 

3.1. 设计目标 

通过建立统一互联通道，实现省网、电厂之间业务系统和数据的互联互通，电网、电厂内部各自实

现不同等级安全域之间的业务和数据交互机制，综合实现网、厂业务系统的广泛互联。贯穿网、厂各等

级安全区域，通过这种“统一互联，分层防护”的机制来实现跨不同企业、不同安全区域的快捷通信，

并确保系统全局的安全性。同时通过统一的业务访问与发布，避免各业务系统单独部署终端设备的情况，

大幅减少终端设备数量，降低人机终端交互的信息安全风险。 
满足跨调度机构和发电厂分布式部署，实现调度机构与所调管发电厂的一对多互联方式；满足对业

务的时效性要求，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双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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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econd mode of Power Station dispatch system managed by Power Grid 
图 2. 电网对电厂调度业务系统管理方式 2 
 

系统架构设计达到如下目标： 
 系统架构满足不同安全分区的业务部署要求，能够实现跨安全区的统一协同运行，支持不同安全区

涉厂业务的接入与集成； 
 统一互联系统架构需要贯穿网、厂各等级安全区域，需要确保系统全局的安全性。同时减少终端设

备所带来的安全影响； 
 系统架构采用安全、可靠的方式实现调度机构与发电厂之间的网络通信，并满足业务数据交互的实

时性要求； 
 系统架构能够支持多个业务系统的接入与集成，同时在不影响用户访问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生

产大区内用户终端的数量。 

3.2. 方案设计 

1) 设计原则 
网厂统一互联的系统架构严格遵循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有关要求，安全边界清晰明确，安全防护措施

到位，尽可能减少生产大区内的用户终端数量；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效率，保障网厂之间调度运行管

理业务交互的实时性与可靠性，扩大业务可访问范围，提升调度运行工作效率。 
2) 设计思想 
以 SOA 架构为基础，遵循 OS2 一体化设计思想，提供统一的服务发布及管理机制，建立服务注册

中心，以实现各类服务的统一提供、使用及管理。既考虑通用数据访问需求，又考虑到高速数据访问需

求，同时兼顾相关应用的数据推送及跨隔离装置服务调用的特殊要求，提出一套电网运行服务总线完整

解决方案，实现了调度运行、规划计划、市场营销、生产技术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交互很好地为决

策分析提供了支撑。 

3.2.1. 满足跨安全区域跨系统边界的系统部署架构设计方案 
遵循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有关要求，构建安全边界清晰明确，安全防护措施到位，确保安全的同时兼

顾效率，保障网厂之间调度运行管理业务交互的实时性与可靠性的跨安全区域跨系统边界的系统部署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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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方案。 
系统架构设计能满足不同安全分区的业务部署要求，可扩大业务可访问范围，提升调度运行工作效

率，能够实现跨安全区的统一协同运行，支持不同安全区涉厂业务的接入与集成。采用图 3 所示的部署

方式： 
在每个安全分区设置自己的服务总线，跨区系统业务交互通过代理服务实现。 
1) 横向跨区的应用系统上可通过服务进行相互交互。 
2) 总线在同一安全分区的系统(包括 II、III 区纵向)可进行相互交互。 
3) 各区之间业务服务不对外提供之间服务，对外的服务都有代理服务统一来完整。 
4) 代理服务负责对各分区各系统进行数据隔离。 
5) 各安全区的应用系统需要对其它区发布的服务可以进行灵活的配置。 

3.2.2. 网厂互联网络通信架构设计方案 
网厂互联通信架构如图 4 所示，以调度数据网为基础、遵循电网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要求采用安

全、可靠的方式实现调度机构与发电厂之间的网络通信，并满足业务数据交互的实时性要求。具体的网

络通信架构见图 5 所示。 

3.2.3. 业务流程对接及流程状态监控的技术方案 
协同调度运行业务管理平台的设计目标是在广域分布式环境下，能够根据业务逻辑将分布式的服务

组件进行动态组合、协同运行，提供业务逻辑的执行与状态管理、业务链路的匹配与优化，为业务的协

同运行提供分布式有效的协同机制。协同调度运行管理业务平台位于用户与业务提供者之间，将业务逻 
 

 
Figure 3. The design of system deployment architecture 
图 3. 系统部署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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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design of Grid-Station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图 4. 网厂互联通信架构设计 

 

 
Figure 5.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图 5. 网络通信架构 

 
辑与业务实现隔离开来。用户只需要关注业务能提供的逻辑功能，而不必在乎业务实现的技术细节，业

务实现的细节由协同调度运行管理业务平台完成。该平台的基础架构着重实现一层覆盖网络，将广域分

布的服务节点和提供的服务组件有机地组织起来，根据业务的逻辑，通过业务部署的机制构建业务链路，

将业务逻辑与具体的服务组件关联起来，提供分布式业务的运行环境，完成业务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业务部署是业务运行前期的准备，完成了业务链路的构建，每一个服务节点都拥有了业务路由表。

然而，服务节点在业务运行平台中是动态变化的，可 以随时加入和退出，为了保证业务路由的有效性，

采取了一个定期更新服务列表的机制。服务列表的更新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服务列表中的

候选节点进行存活检测，我们预先设定一个阈值，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阈值，就将失效节点从服务列表中

删除，更新过程完成；第二个阶段，如果失效节点超过了这个阈值时，认为业务路由表失效，需要启动

重新部署的机制，重新选择候选服务节点，完成相关文档的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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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案例 

基于网厂协同调度运行管理业务体系架构开发建设的网厂调度运行管理综合业务平台于 2015年 6月
开始在广东电网与沙角 C 电厂投入运行。 

网厂协调调度运行业务综合管理平台整合了广东电网各类调度涉厂业务系统，实现统一业务系统接

入及交互方式，简化用户访问复杂度；平台需要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为新增业务需求提供良

好的支持能力；通过对业务数据的共享以及流程的交互，实现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对业务需求支撑能力

的目的。 
系统接入的业务功能包括：电子发令系统、发电计划系统、电压计划系统、值长考核系统、辅助服

务系统、定值管理系统、电厂参数管理、设备缺陷管理、检修管理、信息上报、信息发布、风险管理等。  

4.1. 系统架构 

如图 6 所示系统架构，分别在省电力公司调度管理信息网 DMZ 区、发电公司调度管理信息网 DMZ
区和发电公司管理信息网增加相应的服务器。调度管理信息网 DMZ 区、发电公司调度管理信息网 DMZ
区增加服务器主要作为代理服务，发电公司管理信息网增加服务器需要包括代理服务以及 2~3 套网厂系

统调度管理业务系统服务器。 

4.2. 软件结构 

如图 7 所示软件架构，在调控中心端需要把 OSB 总线延生到管理信息网 DMZ 区，同时在调控中心

管理信息网 DMZ 区和发电厂管理网 DMZ 区、发电厂管理信息网中增加代理服务。网厂协同业务系统部

署在发电厂管理信息网，通过代理服务间接与省调控中心各业务系统实现交互。 
根据获取业务数据方式的区别，代理服务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第一种方式，见图 8 所示，调控中心端各业务系统按 OSB 总线规范实现方式，实现网厂交互所有信

息服务，网厂系统调度业务系统通过代理服务访问到调度中心业务系统实现服务，来完成信息交互。 
第二种方式，见图 9 所示，调控中心各业务系统把所有网厂交互数据放入 OMS 数据中心，代理服务

遵循 OSB 总线协议方式实现从 OMS 数据中心获取数据，送给发电厂端网厂协同调度系统进行展示，网

厂协同调度系统把修改数据通过代理服务放入 OMS 数据中心，调控中心业务系统再从 OMS 数据中心获

取发电厂提交数据。 

4.3. 应用功能 

基于网厂协同调度运行管理业务体系架构开发建设的网厂调度运行管理综合业务平台，实现广东调

控中心现有涉厂业务系统功能的整合和流程的统一接入。该平台在广东电网和沙角 C 电厂间不但实现了

涉厂调度业务流程的交互对接，并且能够实时监控业务流程运转状态信息，为各级用户提供标准化、灵

活、可管理、统一的业务访问方式。 
主要功能见图 10 所示，包括： 

5. 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省级电网涉厂调度业务管理现状，构建统一互联的网厂调度业务系统架构体系。建

立统一互联通道，通过整合优化业务信息和流程，实现省、地、电厂之间业务系统和数据的互联互通，

在电网、电厂内部各自实现不同等级安全域之间的业务和数据交互机制，综合实现网、厂业务系统的广

泛互联。同时通过统一的业务访问与发布，避免各业务系统单独部署终端设备的情况，大幅减少终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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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图 6. 系统架构 



苏扬 等 
 

 
9 

 
Figure 7. The software structure 
图 7. 软件结构 
 

 
Figure 8.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model of the proxy service area 
图 8. 代理服务区实现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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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second implementation model of proxy service area 
图 9. 代理服务区实现方式 2 

 

 
Figure 10. The main functions of Grid-Station cooperation dispatching business 
图 10. 网厂协同调度运行业务主要功能 

 
备数量，消除“延伸终端”业务访问模式。该架构设计体现了系统集中维护管理等优良特性，提高涉厂

二次系统对电网调度生产工作的支撑能力，在网厂之间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保障电力调度生产活动

安全、稳定、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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